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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史论》评介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领导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

的伟大奇迹。关于中国共产党成功和中国发展奇迹之“谜”,已成为当代世界思想学术界特别关注和

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探究和“破解”中国共产党成功和中国发展奇迹之“谜”,科学揭示近代以来中国

历史发展规律,从而科学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创的百年伟业的合法性和创造性,更是中国哲

学社会科学界面临和必须完成的一个重大理论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迈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蕴含的机遇与挑战,前进道路上,在全党和全

社会牢固确立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的理论信仰,是汇聚14亿中国人民的

磅礴伟力并同心同向而行,从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重要基础和条件,其意义是

十分重大的。要确立理论自信和信仰,就必须全面研究百年党的实践史和中国社会发展史,而要科

学说明这个实践史和发展史,就必须深入研究百年党的理论史和思想史,这是因为党的实践创新与

思想和理论创新是相互作用、交融在一起的同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和理论是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总结党的百年经济思想和理论发展经验和规

律,无疑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这个研究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学术理论体系也具有重大意义,这是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是党

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发展规律在理论上的表现,而不能是这个实践过程中的个别现象

或者非规律性现象的描述;只能是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和理论的学理化表达,而不能是一些学者

个人观点和主张的呈现。因此,对党的经济思想史的深入研究,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环节。
长期以来,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洪银兴教授不仅专注于政治经济学特别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理

论研究,而且十分重视党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和总结。在庆祝建党90周年的2011年,卫兴华教授

和洪银兴教授合作撰写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一文,入
选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召开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理论研

讨会。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洪银兴教授携手杨德才教授等学者共同著述了《中国共

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史论》(以下简称《史论》)一书,于2021年12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史论》
总计65万字,分为上、下两册,对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发展史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初读《史
论》,深感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史的精品力作,在学术上具有许多特点和亮点,略
举一二。

《史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经济思想发展过程进行了独到的理论划分。一切史都是指发展

的过程,而发展过程往往表现为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变化或演化。因此,研究历史或思想史,
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对史如何进行阶段划分。《史论》一书将党的百年经济思想史划分为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经济思想、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党的经济思想、社会主义建

设的探索与曲折发展中党的经济思想、改革开放时期党的经济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党的经济思想五个大的发展阶段。根据每个发展阶段的不同实践状况和思想发展状况,作者对党在

每一个阶段的主要经济思想进行了不同的理论提炼和总结。具体来说,在第一编《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党的经济思想》中,集中研究了“党在初创时期和大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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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经济思想”“党在全民族抗战时期的经济思想”“党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经济思想”;在第二编

《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党的经济思想》中,主要研究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

过渡的经济思想”和“党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经济思想”;在第三编《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与曲折发

展中党的经济思想》中,重点研究了“党在八大前后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大跃进’
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经济思想”“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经济思想”。显然,在这三编中,对党的

经济思想及其发展主要是依据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来进行具体划分和研究的。
在第四编《改革开放时期党的经济思想》中,侧重研究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的序幕”
“市场化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经济发展的中国道路”“宏观调控机制的改革”等内

容;在第五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经济思想》中,重点研究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及其实现路径”“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思想”“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思想”“开放发展和新发展

格局思想”等内容。显然,与前三编不同,在这两编中,对党的经济思想及其发展的具体研究不再完

全按时间顺序来展开,而是在理论概括的基础上对其中的主要内容而不是全部内容进行阐述。由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经济思想,作为一部研究

党的经济思想发展史著作,后两编的这种处理方法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恰当的。
《史论》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实践中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和

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从而实现经济思想创新的发展规律和发展主线。纵观百年奋斗史,中国共产党在

各个历史时期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从根本上来说,正在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包括经济思想在内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成果,从而为中国实践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即使是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党的经济思想在

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中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史论》的研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比如,该
书的分析表明,党之所以能够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首先需要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革命

的性质进行分析并做出正确判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

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和阶层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以及世界形势进行了系统研究,解决了中国革命

的性质和“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从而为党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

和方针奠定了科学的经济理论基础。不仅如此,无论是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还是在抗日战争

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革命根据地的国有经济建设、其他经济成分的发展、
财政金融和工商业发展等经济问题,不仅在物质上和政治上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武装斗争的开展,而
且为革命胜利后进行全面的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再比如,该书的分析表明,新中国成立之后,
党对国家的发展问题进行了新的理论探索,其中的核心问题是,究竟何时开始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政治经济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对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

义社会过渡的起点问题做出了新的理论回答,批判了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认识,正确地制定了过渡

时期的总路线,创造性地实现了对工商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

义经济制度,为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经济制度基础。实践表明,在具体的实际操作过程

中虽然存在某些过急过粗的现象,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是正确

的,而且也是成功的。《史论》一书,对于党的过渡时期经济思想和社会主义改造实践的发展进行了

翔实的分析和总结,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中所具有伟大创造和创新精神。总

之,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与中国实践发展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符合中

国实际的经济思想,用于指导党及其领导的事业发展,从而使党及其领导的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伟

大胜利,这是贯穿于《史论》全书的总的指导思想,深刻反映了作者对党的经济思想发展规律的科学

认识和准确把握。
《史论》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中经历的艰辛探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落后社会历史条件下要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注定这必将是一个充满艰辛、坎坷、曲折甚至某些

失败的过程,而绝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一马平川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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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各种

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

主义革命,无论是社会主义建设还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都取得了实质性的

伟大胜利,但这个过程同时又是充满斗争、艰辛、曲折甚至一些失误和失败的过程。《史论》一书遵循

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科学精神,在全面总结百年来党在经济思想上取得的创新性成

果的同时,还如实呈现了党的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辛探索,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使党的经

济思想发展史更加真实而科学。例如,在关于土地革命的问题上,《史论》呈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

右倾机会主义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思想之间的斗争实际;在关于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

上,《史论》比较全面地呈现了刘少奇同志的观点及其与毛泽东同志在理论认识上的差异;在关于我

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建立问题上,《史论》从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经验借鉴(苏联)、发展需要

(工业化)、政策作用(粮食统购统销)、显著特征(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相比)等多方面进行了全面

分析;在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史论》深入分析了产生这种失误的思想根源、客观

原因和严重后果,同时也呈现了党为纠正这种失误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在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党

的经济思想和政策问题上,《史论》从党的政治立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角度出发,对毛泽

东的主观动机和思想失误、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极“左”错误主张、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党的领导

人对极“左”思想和政策的抵制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评价。总之,《史论》给读

者呈现的是一个全面的、真实的、立体的、鲜活的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发展史,阅读这样一部党

的经济思想史,能够使我们更加深刻地体认到党的百年经济思想发展史和党的全部奋斗史之波澜壮

阔和伟大卓绝,更加坚定对于党的信仰,更加珍惜党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一切伟大成就。
《史论》体现了立足当代的价值取向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史与论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无论是研

究历史还是思想史,根本目的是为了揭示实践发展规律和思想发展规律,从而为今天的实践和思想

发展提供有益的指导。研究党的百年经济思想史,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为了揭示党的百年经济实践

和经济思想的发展规律,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道路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从而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仰和信心。《史论》坚持立足当代中国发展实际和需要,通过对党的百年

经济思想发展历程的系统梳理和分析,使读者能够从宏大的历史视野出发,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来之不易,更加深刻地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创造重要性,
从而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四个自信”、更加坚定做到“两个维护”。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史论》专设两

编阐述改革开放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经济思想,这同样体现了作者立足当代并

服务于当代的鲜明价值取向。同时,为了科学揭示党的百年经济思想和经济实践发展规律(即逻

辑),《史论》采用了理论与实践、史与论相结合的科学研究方法,一方面运用大量翔实的史实资料,充
分体现“史”(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特点,把党的百年经济思想划分为五个时期,在翔实史料的基

础上,详细刻画出党的经济思想演进的具体过程;另一方面注重对不同历史阶段党的主要经济思想

的提炼与概括,充分体现“论”的特征,在史论结合中揭示党的经济思想创新发展历程。
除此之外,《史论》在阐述党的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主要以党的文件和党的主要领导人

的著述、讲话等为依据,另一方面还注重介绍党的理论工作者在经济理论上的宝贵探索及其对党的

经济思想发展的贡献,从而说明了党的经济思想不仅是党的主要领导人的经济思想,也是全党智慧

的结晶。在这一点上,《史论》同样是值得称道的。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邱海平)
(责任编辑:谭 易)

(校对:孙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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